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鄂环发〔2019〕19号

湖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深化排污权交易试点
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州、直管市、神农架林区生态环境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湖北省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办法

的通知》（鄂政办发〔2016〕96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交易办法》）相

关要求，进一步深化排污权交易试点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加强主要污染物排污权的核定工作

排污权核定是排污权交易工作的基础，各地要根据《交易办

法》和排污权核定等相关文件要求，认真组织开展排污单位主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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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染物排污权的核定工作。

（一）扎实推进初始排污权的核定工作。排污单位主要污染

物初始排污权的核定，原则上按照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

范规定的行业重点污染物允许排放量核算方法进行。国家尚未发

布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的行业，按照《湖北省主要污

染物排污权核定实施细则（暂行）》（鄂环办〔2015〕278 号）进

行核定。

（二）做好新增排污权的核定工作。排污单位因扩大生产规

模、新建项目等需要增加排污权的，需开展新增排污权核定。排

污单位新增排污权，按照排污单位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中

明确的年度许可排放量核定。

（三）积极开展富余排污权的核定工作。排污单位通过淘汰

落后和过剩产能、清洁生产、污染治理、技术改造升级等减少污

染物排放，形成“富余排污权”。市（州）生态环境部门每年应组

织开展富余排污权核定工作，由符合条件的排污单位按照排污权

核定权限向相应的生态环境部门提出申请，生态环境部门组织审

核并公示。

二、切实做好排污权交易与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、环评审批、

排污许可证管理等制度的衔接工作

（一）做好与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的衔接。各地核定的

排污权总量，应以上级下达的区域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为基

数，超过地方区域总量控制指标的，按照等比例削减或重污染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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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重点削减等方式对排污单位的排污权进行调整。

环境质量不达标的地区，其辖区内需要新增主要污染物排放

量的建设项目，应当按照辖区内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要求进行

“倍量或减量替代”。排污单位需要购买的排污权根据排污单位

新增排污权核定结果确定。

（二）做好与环评审批制度的衔接。各地要严格执行《交易

办法》中关于排污单位申购排污权的有关规定，切实按照环评审

批权限，在环评审批前，督促需要新增排污权的排污单位，通过

市场公开出让方式（即公开竞价或协议转让等方式）取得排污权。

建设项目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排污单位不需购买排污权；

已经购买排污权的，可通过市场公开出让方式出让，或者由储备

机构回购收储。

1.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、垃圾处理场（不含垃圾焚烧厂）、危

险废物和医疗废物处置厂；

2.建设项目的生活污水排入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，且环境影

响评价报告中明确不需要进行主要污染物总量指标替代的；

3.公路、铁路、码头、桥梁、机场、学校、福利院、展览馆、

博物馆、影剧院、体育馆、居民住房、办公用房等建设项目；

4.国家有关文件中明确不需要进行主要污染物总量指标替

代的其他建设项目。

（三）做好与排污许可证管理制度的衔接。排污许可证是排

污权的确权凭证和载体，排污单位进行排污权交易后，具有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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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限的生态环境部门根据排污单位的申报，应将排污权交易记录

在其排污许可证副本中予以记录，并对其排污权进行相应调整。

三、进一步规范和激活排污权交易市场

（一）督促需新增排污权的建设项目积极参加交易。根据《交

易办法》，以下建设项目应当通过市场公开出让方式取得排污权：

1.2008 年 10 月 27 日-2012 年 8 月 20 日期间，通过省级及

以上生态环境部门批复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需要新增化学需氧

量、二氧化硫排污权的新建、改建、扩建项目；

2.2012 年 8 月 21 日后，市（州）及以上生态环境部门负责

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需要新增化学需氧量、氨氮、二氧化硫、

氮氧化物排污权的新建、改建、扩建项目；

3.2016 年 11 月 20 日后,县级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审批环境影

响评价文件的需要新增化学需氧量、氨氮、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

排污权的新建、改建、扩建项目。

对应当交易而尚未通过交易取得排污权的建设项目或排污

单位，在本通知发布之前，已经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批复文件的，

各地应当有计划地组织排污单位开展排污权交易。

（二）积极组织富余排污权交易。经核定的富余排污权，经

生态环境部门公示后，排污单位按照《交易办法》的规定，可以

在排污权市场上交易。已有偿取得排污权但实际未建设的建设项

目，其有偿取得的排污权通过核定后可作为富余排污权进入市场

交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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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加快推进排污权储备。各地要结合本地区主要污染物

总量减排项目实施进度，积极开展排污权总量指标的预算管理与

排污权收储工作，及时回购排污单位富余排污权，适时投放市场，

重点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、重大科技示范等项目建设。

排污单位破产、关停、淘汰、被取缔或迁出其所在行政区域

的，其无偿取得的排污权，按照排污权核定权限由生态环境部门

核定后，由市（州）级排污权储备机构予以无偿收回，作为政府

储备的排污权；其有偿取得的排污权，经富余排污权核定后，可

通过市场公开出让或由储备机构回购收储。排污单位自愿放弃有

偿取得的排污权，由当地排污权储备机构收储；排污单位自愿通

过协议转让方式将排污权出让给当地排污权储备机构的，由储备

机构按照规定的交易基价实施回购并收储。市（州）排污权储备

机构正式成立前，其辖区内的排污权由同级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储

备。

（四）规范协议转让方式出让排污权。意向受让方符合下列

条件之一，可申请采取协议转让的方式出让排污权：

1.只有一个符合交易条件的意向受让方；

2.意向受让方参加两次及以上公开竞价，但未能购得排污

权；

3.意向受让方需要购买的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排污权分别小

于 1吨/年，化学需氧量排污权小于 0.5吨/年，氨氮排污权小于

0.05吨/年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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储备机构作为转让方的，以协议签订上一年度每一场交易成

交最高价的均价作为协议价格，协议价格由湖北环境资源交易中

心定期公布。其他转让方可参照此协议价格出让排污权。

（五）积极探索排污权绿色融资机制。各地应加强与金融机

构的对接，探索建立排污权绿色融资机制。合理确定排污权抵押

价值的测算方法及抵押率参考范围，建立健全排污权抵押登记及

公示工作制度，按照便利、高效的原则，制定排污权抵押登记及

公示工作流程。探索由排污权储备机构回购的方式解决排污权作

为抵押物的处置问题，推进排污权抵押工作，鼓励社会资本参与

排污权交易。

（六）积极开展排污权交易改革试点工作。鼓励各地开展重

金属、挥发性有机物（VOCs）、烟粉尘等污染物排污权交易试点。

各地可积极探索跨县区间的主要污染物排污权交易，用市场化手

段促进区域环境质量的改善。涉及水污染物的排污权交易原则上

在同一流域内进行。涉及跨市（州）排污权交易的，需报省级生

态环境保护部门批准后组织实施。

四、加强监督管理

（一）加强对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指标来源的管理。建设项目

新增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指标来源主要包括政府储备的排污权和

排污单位的富余排污权。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强化对主要污染物

排污权指标来源的审核工作，做好排污权交易指标的登记和管理,

大气污染物、水污染物排污权分别按照区域、流域进行分类登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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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。要充分利用排污权总量指标审核和储备管理平台，及时、

准确记录辖区内排污单位的排污权信息。

（二）规范对排污权交易工作的监督管理。市（州）生态环

境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排污权交易工作的监管，对实际排放量超

出获取的排污权或未按要求取得排污权的排污单位，督促按规定

购买排污权。落实国家和省关于深化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共享

的有关要求，逐步推进环境资源交易平台整合。逐步将排污单位

取得排污权的有关情况纳入湖北省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系统统一

管理。市（州）生态环境部门、排污权储备机构应积极向排污单

位宣传有关排污权政策，定期向社会公示辖区内排污权的来源、

排污权储备及交易等信息。

（三）强化排污权交易企业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检查工作。各

地应按照湖北省“双随机一公开”要求，建立排污权交易检查对

象名录库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，依法按照环评审批权限对企业

开展执法检查。

湖北省生态环境厅

2019年9月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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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 2019 年 9月 19日印发


